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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健保總額固定之下，醫療院所紛紛

尋找開源節流解決方案，尤其是開業醫療

診所，希望在不增加軟硬體及人事開銷，

又可以依照診所需求選擇資訊服務，再依

服務的多寡計價；就如使用同自來水、電

力、鐵路等以量計費的方式。如今在雲端

運算(Cloud Computing)其一應用模式，軟

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s ,SaaS)，便

可實現以量計費及隨插即用(Plug And Play)

之願景。 

SaaS 服務架構，雖然可以成為診所降

低資訊營運成本的解決方案，但依附在公

眾網路下的 SaaS 服務，一旦網路不穩定或

斷線時，其服務便無法持續運作。若要確

保網路非常穩定及永不中斷嚴苛條件下，

必頇花費許多網路備援設備，其成本相當

昂貴，且不符合成本效益，導致醫療診所

不敢貿然嘗詴。 

為了實現以量計費及隨插即用的理

想，以及確保醫療資訊服務品質能夠永續

服務，本研究係採用 Sync Framework 同步

技術，搭配本研究提出的資料變動同步矩

陣，建置一個網路中斷時，還能夠永續運

作之 SaaS 服務模式。解決了網路不穩定或

斷線，造成醫療資訊服務中斷之缺陷。此

外，本研究遵循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架構，預留服務

無限擴充能力，能夠快速滿足用戶因系統

整合，衍生額外資料存取之需求。使用本

研究所提出的永續運作 SaaS 服務，讓醫療

診所享受 SaaS 服務模式帶來的各種優點，

降低營運資訊成本，專注醫療本業，進而

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關鍵詞：雲端運算、軟體即服務、同步技

術、服務導向架構。 

1. 緒論 

 

    在健保總額固定之下，醫療院所紛紛

尋找開源節流的解決方案。不單單只是國

內醫療產業，受近年金融海嘯之累，全球

各行各業莫不以減少支出，降低營運成本

最優先考量目標。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Forrester Research, Inc)，在 2009 年的研究

顯示，全球企業約有八成的資訊費用是花

費在硬體維修支出上，另外已有四成以上

的企業開始縮減在資訊費用的支出

(Forrester, 2009)。在資訊費用大幅減少狀況

下，又要維持企業內部 IT 正常運作；甚至

背負必頇加速企業 e 化以降低營運成本嚴

苛使命下，雲端運算似乎已成為企業資訊

部門，解決問題的最佳選擇方案之一。根

據 Gartner、Forrester、MIC 等研究組織分

析，普遍都認為企業導入雲端運算之後可

減少硬體建置費用支出、降低 IT 人力成

本、以及大幅縮短軟體導入與建置時程。 

    雲端運算中的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應用模式，讓企業在不購置

新的硬體設備及僱用額外軟體開發軟體人

員狀況下，只要透過網路進行資料存取設

定後，定期支付服務供應商授權費，獲得

軟體使用授權後，即可使用企業所需的軟

體服務。軟體使用過程中產生的資料，將

固定儲存在資訊服務提供者端。爾後軟體

所需的伺服器運作營運成本、資料備份、

軟體維護及更新等 IT 費用支出，將由 SaaS

服務提供廠商概括承擔全部費用。 

    但有專家學者提到，如果無法連接到

網際網路，雲端運算就完全行不通了(miller, 

2008)。在目前尚無網路提供者能提供 7 x24

小時，網路不中斷的服務品質情況下，倘

若為了讓雲端運算服務正常運作，因而建

置多方網路備援機制將不敷成本。但企業

在營運上又不允許因網路中斷後導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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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暫停狀況發生；如何享受雲端運算帶

來的便利性，又可以避免因網路中斷導致

資訊服務暫停的狀況發生是目前雲端運算

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研究是以欲使用雲端運算SaaS服務之

醫療診所為案例，擬歸納目前業界目前常

用離線資料處理應用方法，提出雲端運算

SaaS 服務應用模式，在網路中斷時醫療資

訊系統能夠繼續提供服務之研究，透過研

究希望可以達到下面三個目的： 

1. 提出 SaaS 服務永續運作模式之建議。 

2. 提出資料同步模式最佳化之資料變動

同步策略矩陣建議。 

3. 所獲得研究成果可以提供醫療診所或

資訊業界運用與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雲端運算 

 

   「電腦運算能力有一天可能會變成諸

如自來水、電力、鐵路之類隨插即用的公

用設施」(McCarthy ,1961)，在四十餘年後

這個想法終於靠雲端運算實現了。所謂的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就是泛指

所有的網路運用。雲端運算的關鍵就是「雲

端」，也就是大規模的伺服器網路，或者甚

至是相互連接成網路的個人電腦，這些電

腦平行地運作，結合各電腦的資源，產生

有如超級電腦的運算能力 (miller, 2008)。         

    從另一角度來看雲端；「雲端」可以分

成「雲服務」與「端裝置」兩個面向。所

謂的「雲服務」，係將平台或硬體(泛指 IT

基礎設備、虛擬化機器或儲存設備)包裝成

一種服務，而「端裝置」則是提供多用戶

利用且多元運用的裝置，並連結與存取「雲

服務」所提供的服務功能。「雲服務」與「端

裝置」應用及功能呈現方式如圖 1 所示。 

 

 

圖 1 雲服務與端裝置 

資料來源：(王耀聰 ,2010) 

 

根據美國國家標準局(NIST)對雲端運

算所下的定義，雲端運算必頇具備下列特

性： 

1. 三種服務架構(Service Models):  

基 礎 架 構 服 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s ,IaaS)、平台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s ,PaaS)、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s ,SaaS)。如圖 2 所示。 

 

 

圖 2 雲端三種服務架構 

資料來源：(gipi ,2009) 

 

2. 四種佈署模型(Deployment Models): 

公有雲(Public Cloud)、私有雲(Private 

Cloud)、社群雲(Community Cloud)、混

合雲(Hybrid Cloud)。 

3. 五種基礎特徵(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隨 選 自 助 服 務 (On-Demand 

Self-Service)、隨時隨地用任何網路裝置

存取(Broad Network Access)、多人共享

資源池(Resource Pooling)、快速重新佈

署靈活度 (Rapid Elasticity)、服務可被

量測與監控 (Measured Service) (Peter 

Mell and Tim Grance, 2010)。 

 

2.2 SaaS 軟體即服務 

 

軟體是需要持續的服務、維護和升級，

才能正常發揮其內在價值(葉偉等,2009)。



雲端運算其中一項服務架構，SaaS 服務的

精神就是把軟體需求當成一項服務；也就

是服務提供商把企業對軟體需求，轉換成

一種服務提供方式。 

傳統軟體取得方式是，企業買斷軟體使用

授權，有些軟體尚需要額外簽訂軟體維護

合約狀況下，在軟體產品有限的使用周期

內，始獲得開發商的軟體諮詢、軟體問題

修正及軟體版本更新…等服務。在 SaaS 服

務模式中，企業可依據企業需求獲得所需

軟體服務，除支付與服務供應商約定使用

授權費外，就無需再支付額其他費用了；

換言之，SaaS 服務可降低軟體授權費用

(Anthony et al., 2010)。 

SaaS 服務可免除自行開發所需的軟

體週期，讓組織快速獲得所需應用程式

(Anthony et al., 2010)。同時，供應商可以

依照企業需求隨時動態調整所需軟體服

務。當企業軟體服務需求持續時，只要繼

續支付與供應商與企業約定使用授權費，

就可以合法使用軟體服務，及持續獲得軟

體產品使用周期間的各項服務，當企業軟

體服務需求不復存在，並停止支付使用授

權費時，即宣告停止使用該項軟體服務。 

傳統軟體取得方式，企業必頇概括承擔

軟體導入建置失敗的風險，以及導入軟體

成效與評估預期不合之損失。SaaS 服務模

式，全程透過 Internet 公眾網路連線；進行

軟體的導入建置、授權及最後的上線使

用。倘若軟體服務無法成功導入及建置，

或是上線後，軟體服務使用不如預期成效

時，企業可立即中止使用該軟體服務，用

多少就付多少；因此在 SaaS 服務模式下，

企業必頇承擔的風險及損失是相當有限。

但在現實中，SaaS 服務並非完美無

瑕，仍有缺點及待克服問題，如下所列： 

1. 完全依附在網路架構下，有"無法永續

"的隱憂(Drdo et al., 2009)： 

SaaS 服務全程是透過網路運作，用戶

沒有了網路就無法獲得服務，換句話

說 SaaS 服務的效能，完全被網路品質

左右。目前尚無網路提供者保證能提

供 7 x24 網路不中斷品質服務，若配置

多方網路備援機制，確保網路不中斷

所耗費的成本，是非常昂貴的；有些

企業用戶在營運中，是完全無法容忍

網路中斷即停止服務風險，解決方案

正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2. 資料的完整、可用、機密性議題： 

文獻指出 SaaS 服務，儲存在供應商的

資料可能不安全(miller, 2008)、有資

料與身分的安全風險(Charles, 2010)

以及資料保密性和資訊安全的隱憂

(Drdo et al., 2009)。SaaS 服務運作過

程中，所產出的資料完全儲存放在服

務提供者硬體設備上，用戶很難直接

取用資料或對資料做備份動作。資料

的完整、可用性對企業資訊部門是最

重視的議題之一，由於 SaaS 服務也不

過是近年剛成形的新興服務，對於廠

商提供的保證，用戶還是會擔憂；因

為資料一旦出錯或損毀時，用戶將束

手無策。唯一解決之道，只有靠用戶

選擇服務提供者時，慎選能提供高可

靠度資料儲存環境之服務提供者。在

資料機密性部分：再怎麼完善的資安

政策，還是有可能出現漏洞。無論資

料存放在企業內部，或是存放在服務

提供者端，都有可能因人為因素而造

成資料外洩。企業內部應該以更嚴謹

的態度制定導入雲端運算 (SaaS 軟體

即服務)政策或原則，將機密性的隱憂

降為最低。 
3. 無法與公司既有軟體整合隱憂(Drdo 

et al., 2009)： 

目前並無 SaaS 服務統一的標準或規

範，而且服務運作產生存放在提供者

的資料，企業不易隨意取得再利用。

服務提供者本身有自己的資料處理模

式，在無客製化的特殊需求下，是很

難與企業本身已運行之系統做整合。 

另一方面，企業在使用一家以上 SaaS

軟體即服務供應商時(例如：承租 A 供

應商銷售系統(POS)服務，承租 B 供應

商客戶關係管理(CRM)服務，承租 C

供應商…等使用狀況)，欲將供應商之

間，不同平台產出的資料，做資料橫

向交換處理時，是有困難性的。如頇



與服務供應商訂定客製化服務需求，

來解決類似整合議題時，軟體導入成

本勢必暴增。為了解決資料整合議

題，相信不久將來應該會制定 SaaS 軟

體即服務統一的標準或規範。 

 
2.3 Sync Framework 同步框架技術 
 

    近年來企業營運模式擴展，以及行動

裝置(筆記型電腦、掌上電腦(PDA)或智慧

型手機)資訊產品的日漸普及。員工在辦公

室以外使用行動裝置擷取資訊，必頇擷取

到與在辦公室內一致的資訊，是企業營運

上極重要的基本需求(Edmund, 2010)。 

透過 Internet 公眾網路經過認證後連

接企業網路，擷取最新資訊是目前最普遍

的做法，但是礙於目前網路基礎建設仍未

十分普及、完善、網路供應商無法提供網

路不中斷服務、及企業無法提供快速充足

且穩定的頻寬供遠端操作者使用..等狀況

下，偶爾連接的應用程式 (Occasionally 

Connected Application, OCA)是目前另一種

的解決方案。OCA 可以讓使用戶可以在明

確離線、使用低頻寬或高延遲網路，或者

連接時斷時續的情況下繼續高效率地工作 

(肖承勇, 2007)。也因為存取資料的動作分

散在用戶端，也可大為降低伺服器的負載

(Nick, David, Chris & Michael, 2010)。 

為了達到 OCA 運作需求，微軟提出同

步 框 架 (Sync Framework) 技 術 。 Sync 

Framework 是一個全面性的同步處理平

台，可以處理各種應用程式、服務與裝置

的 共 同 作 業 和 離 線 存 取 (Microsoft 

Corporation, 2009)，包含主機、個人 PC 及

行動裝置使用上；也可用在不同的儲存設

備、資料型態、通訊協定等多重的拓樸架

構上；Sync Framework 確實可以降低實作

OCA 的複雜性。圖 3 為同步框架技術核

心元件。 

但是面臨不穩定或低速的網路連線品

質下，若同步過多非必要的資料內容，一

定會大幅影響 Sync Framework 的同步傳輸

效能，因此本研究提出制定有效的資料同

步策略，冀望有效率的同步資料；進而協

助 Sync Framework 將同步資料能力最佳

化，最終獲得可靠及可用的緩衝資料，讓

SaaS 服務能夠永續運作。 

 

 

圖 3 Microsoft Synchronization Framework Core 

Components 

資料來源：(Microsoft Corporation ,2010) 

 

2.4 醫療軟體邁入雲端運算概況 

 
    在國內，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

正在建構「醫療雲」，打造「雲端運算醫院

資訊系統」，推動制定國家標準化的電子病

歷格式；期望病患在國內任何一所醫療機

構就診時，利用「醫療雲」服務，即可查

到病患歷年所有看診紀錄及報告。對於「醫

療雲」的醫療隱私，有關單位應訂立明確

法令規範，消除民眾對「醫療雲」侵犯病

人隱私的疑慮(MIC ,2010)。 

    利用雲端運計算架構，制定模組，係

採 用 服 務 導 向 架 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的概念設計，實作相關

軟體元件庫，按需求付費機制，可達到降

低軟、硬體相關成本的效果  (蔡承宏等, 

2010)。另外，可依需取選用臨床資訊服務

的 SaaS 平台，是可根據需求建立動態的網

路服務組合(蕭惠如等, 2010) ，將是未來醫

療軟體的趨勢之一。 

    國內有 45%的醫療機構有配置 11 至

20 專業資訊人員，大約有 30%左右的醫療

機構，未能在一天以內將出問題的資訊設

備恢復正常 (石俊榮, 2010)。資訊設備一旦

故障頇耗費更多的人力與時間來彌補，因

設備故障帶來的不便，嚴重故障時，甚至

要中斷醫療診所的醫療服務。雖然，花費

高額的資訊成本，但也不能保證資訊設備

當日可恢復正常。服務持續、方便、可選

擇之醫療軟體服務，就如同水、電等付費



隨開即用的公共服務，是大部分醫療診所

美好的願景。 

    雲端運算的出現，讓醫療診所期待的

願景終於有機會實現。SOA 架構是醫療軟

體邁入雲端運算重要的基石，軟體服務可

以依照 SOA 架構提升成各種雲端運算服

務，雲端運算已從願景階段邁入實作及導

入階段。但是依附在公眾網路的雲端服

務，總是讓醫療診所卻步，沒有網路就等

同於設備故障，如何提供離線時永續 SaaS

服務運作，讓醫療診所願意使用雲端計算

服務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3. 研究架構 
 

    雲端運算已邁入實作運行階段，但目

前尚無網路提供者，能保證提供 7x24 網路

不中斷品質服務。倘若真的要確保網路不

中斷，則必頇配置多方的網路備援機制，

其所耗費網路備援成本將非常的昂貴，導

致想導入雲端運算的醫療診所卻步。因

此，為了實現以量計費及隨插即用的理

想，以及確保醫療服務品質能夠永續服

務，本研究係採用 Sync Framework 同步技

術，建置一個網路中斷時能夠永續運作之

同步議程(Sync Agenda)服務模式架構，著

重在使用 SaaS 服務時，在離線(網路斷線)

或網路品質不穩定狀況下，服務能夠永續

運作，不因離線或網路品質不穩定而中止

服務；而在重新連線網路連線品質穩定

後，能夠將資料，可靠的同步回存到 SaaS

服務供應商提供遠(雲)端的資料庫主機上

後，重新回復原本軟體服務運作方式。圖 4 

為 Sync Agenda 的永續服務模式架構元件

示意圖。  

 

 
圖 4 永續運作之 SaaS服務模式架構元件圖 

 

    另外針對同步資料需額外善用有限網

路頻寬資源下，提出資料同步策略矩陣建

議，即使在不穩定的網路品質下，能讓資

料同步的效率，提升到最佳狀況，確保同

步後的資料可靠且可用，最終達到提供服

務永續運作之目的。以下內容將針對本研

究所提出之 Sync Agenda 的永續服務模式

做說明。 

本研究架構分為雲端服務 (Cloud 

Service)以及在用戶端執行的 Sync Agenda

程式兩個部份，作用如下所述： 

1. Cloud Service 部分： 

符合 SOA 架構，提供用戶端執行的

Sync Agenda 程式，存取遠(雲)端資料

庫資料，其機制類似 Web Services，並

作為遠(雲)端資料庫與用戶端緩衝資

料庫間資料同步資料時的中介橋樑。。 

2. 用戶端執行的 Sync Agenda 程式部分： 

封裝在 Sync Agenda 程式內各元件功

能性如下所列： 

(1) 服務路由(Service Router)元件： 

提供用戶端使用之 SaaS 服務，存取

Cloud Service 提供之遠端資料存取服

務，或存取用戶端 Web(Hosting) 

Service 所提供之用戶端緩衝資料存取

服務之路由選擇。在網路正常時提供

Cloud Service 資料存取服務路由，當

網路發生異常時，則提供存取用戶端

緩衝資料庫的 Web(Hosting) Service存

取服務路由。 

(2) 遠端服務(Remote Service)元件： 

提供存取 Cloud Service 功能，及負責

同步遠(雲)端資料庫與用戶端緩衝資

料庫任務，並隨時監測網路狀況，作

為提供Service Router切換存取路由依

據。 

(3) 本機網路服務(Hosting Service)元件：

符合 SOA 架構，提供存取用戶端

Database Cache 緩衝資料之 Web 

(Hosting) Service 功能。 

(4) 緩衝資料庫(Database Cache)元件： 

存放在用戶端的緩衝資料庫，存放的

內容是透過 Remote Service 與遠(雲)

端資料庫同步過後的資料，提供用戶



端 Web (Hosting) Service 存取使用之

緩衝資料庫。 

實際能夠提供永續服務，則是靠 Sync 

Agenda 程式在用戶端中居中協調運作，其

包含的 Service Router、Remote Service、

Hosting Service 及 Database Cache 等元件

各司其職相互支援運作，期以達到如下目

的： 

1. 控管資料同步服務： 

利用 Sync Framework 同步技術，透過

Remote Services，讓遠(雲)端資料庫與

用戶端緩衝資料庫之資料同步化，達

到必要資料同步目的。 

2. 提供服務存取路由服務： 

用戶端使用之SaaS軟體即服務應用程

式，欲存取資料時，由 Service Router

元件依據網路連線狀況提供服務存取

路由。 

3. 用戶端資料存取服務： 

在網路中斷時，讓 SaaS 服務應用程

式，透過用戶端 Web (Hosting) Services

元件存取用戶端緩衝資料庫資料。 

另外，確保具有可靠及可用的緩衝資

料，是永續運作 SaaS 服務基本要素。除利

用 Sync Framework 技術協助同步遠端及用

戶端緩衝資料外，在網路頻寬資源有限

下，必頇要有效同步遠(雲)端及用戶端緩

衝資料，且力求同步時間最短化，在下一

次網路斷線前頇完成資料同步動作；有鑑

於此嚴苛要求，本研究進一步提出資料變

動同步策略矩陣建議，期望將同步效能最

佳化。例如：診所營運時，醫師依照患者

預約掛號資料順序，依序看診；在診療過

程中，醫師詳細診斷病情，並依據病情開

出診斷書及藥單，完成診療交易過程。在

上述診療過中建議將資料屬性區分： 

1. 參考類資料 :在第一次啟動 Sync 

Agenda 程式；第一次執行同步資料作

業時，優先同步下載本分類資料，爾

後運行 SaaS 服務視需要，再手動執行

同步下載資料命令，同步該分類特定

資料。例如:藥品資料，只需要在第一

次執行 SaaS 服務時，下載同步藥品資

料即可，診所營運時，除新藥品上架

外，無頇再次同步下載藥品資料。 

2. 清單類資料:在每次執行同步資料作

業時，必需同時同步上傳及下載本分

類資料。例如：醫師看診時，需要下

載同步預約掛號清單；在患者完成診

療後，需上傳同步預約掛號清單資料。 

3. 交易類資料:在每次執行同步資料作

業時，只頇上傳同步本分類資料。例

如：醫師完成交易過程後，同步上載

診斷書及藥單交易資料。 

Sync Framework 可定義不同資料表，

選擇不同資料同步模式，讓資料同步作業

具有彈性。首先將需同步之資料，區分資

料變動類型後，針對各類型資料，設定最

佳同步模式，讓每次執行同步資料作業

時，依照此策略進行資料同步，即可達到

同步效能最佳化目的，確保緩衝資料的可

靠及可用性，讓 SaaS 服務永續。表 1 為本

研究建議之資料變動同步策略矩陣。 

表 1 資料變動同步策略矩陣 

        同步模式 

資料變動類型 
資料上傳 資料下載 

參考類資料  V 

清單類資料 V V 

交易類資料 V  

 

4. 研究情境模擬 

 

    為了確保在公眾網路不穩定或斷線時

還能夠提供永續 SaaS 服務，本研究將針對

網路正常連線、網路異常中斷及網路中斷

回復正常時的 SaaS 服務流程中，其 Sync 

Agenda 永續服務模式架構中各元件，是如

何分工合作，所採取的應對措施情境模擬

如下： 

1. 網路正常連線時的 SaaS 服務流程： 

Remote Service 會定時依照資料變動

同步矩陣策略，進行資料同步作業，

將下載同步資料存放在 Database 

Cache 內，作為緩衝資料使用。由於

Remote Service 在同步過程中一切順

利，Remote Service 認定目前網路一切

正常。同時間，SaaS 服務開始進行運



作醫療服務作業，當需要進行資料存

取時，首先會向 Service Router 提出詢

問資料存取路由請求，Service Router

會先確認網路狀況；經由 Remote 

Service 的回應，得知目前網路正常

後，Service Router 會立即回應"存取

Remote Service"訊息給 SaaS 服務，

SaaS 服務收到回應後，透過 Remote 

Service協同執行 Cloud Service所提供

的資料存取服務，此階段各元件間運

作順序及關聯如圖 5所示。 
 

 

 

圖 5 永續運作之 SaaS 服務模式運作順序關聯圖 

(網路服務正常運作時) 

 

2. 網路異常中斷時的 SaaS 服務流程： 

在 Remote Service 進行同步或協同

SaaS 服務執行 Cloud Service 作業時，

發生了異常狀況，Remote Service 經過

研判，確認目前網路異常(雖然已確認

網路處於異常，Remote Service 還是持

續監控網路狀況)。當 SaaS 服務再度

向 Service Router提出詢問資料存取路

由請求時，Service Router 經由 Remote 

Service 的回應，得知目前網路異常

後，Service Router 會立即回應"存取

Hosting Service"訊息給 SaaS 服務，

SaaS 服務收到回應後，即對 Hosting 

Service 提出資料存取請求，Hosting 

Service 開始依照 SaaS 服務請求，存取

先前已同步過的 Database Cache 緩衝

資料，此階段各元件間運作順序及關

聯如圖 6 所示。 

圖 6 永續運作之 SaaS 服務模式運作順序關聯圖 

(網路服務中斷時) 

3. 網路服務由中斷回復成正常時的 SaaS

服務流程： 

當 Remote Service 持續監控網路過

程，發現網路已恢復正常運作時，

Remote Service 第一優先進行同步作

業，將在網路中斷時，發生在用戶端

Database Cache 的變動資料，同步上傳

回遠(雲)端資料庫中，此階段各元件

間運作順序及關聯如圖 7 所示。待完

成同步作業後，再回復至網路正常時

運作機制。 

 

 

圖 7 永續運作之 SaaS 服務模式運作順序關聯圖 

(網路恢復正常優先流程) 

 

5. 結論 

 

    本研究係為了解決目前SaaS服務的缺

陷，提出永續運作之 SaaS 服務模式，讓醫

療診所在不增加軟硬體及人事開銷狀況

下，得以享受使用 SaaS 服務帶來的各種優

點，降低營運資訊成本，專注醫療本業，

進而提昇醫療服務品質。 

    對於 SaaS 服務供應商來說，本研究架



構是建構在原本醫療資訊服務下，只需額

外增加於用戶端安裝之 Sync Agenda 永續

服務核心程式，即可達到永續服務之目

的。在撰寫 Sync Agenda 程式時，擴充原

有服務存取路由選擇功能，並利用 Sync 

Framework 技術，配合研究提出之資料變

動同步策略矩陣，在同樣醫療商業邏輯

下，提供額外存取暫存資料之 Cloud 

Services，即可跳脫原本服務框架限制，達

到在網路不穩定或斷線時，提供永續醫療

服務目的。另外，本研究完全遵循 SOA 架

構，預留服務無限擴充能力，能夠快速滿

足用戶因系統整合，衍生額外資料存取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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